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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孙爱民）近日，天
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连斌带
领团队研究发现，由于汉族人与典型的
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差异很大，学
界将汉族人定位于东亚人的结论“过于
简单”。

按人类学常见分法，人类可以被分
为刚果人种（黑色人种）、高加索人种（白
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和澳大利
亚人种（棕色人种），其中，蒙古人种又有
东亚、东北亚、北亚和南亚四个分支。

郑连斌介绍，汉族人属于蒙古人种
中的东亚类型是学术界的共识，历经

多年没有人怀疑，然而，这个结论却是
在缺乏完整的体质调查资料的前提下
得出的。
“中国汉族人的体质资料还没有完

全调查出来，就把汉族人定位于蒙古人
种东亚类型，我感到比较奇怪。”郑连斌
表示，“目前的分类结果应该是由小样本
的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这值得商榷。”

2012年年底，历时 4年的汉族人体
质调查活动结束。这个被媒体称为“我国
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指标最全”
的汉族人体质调查，建立了我国首个汉
族体质数据库。

郑连斌团队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聚
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得出了很多颠覆
传统认识与学术界定论的结论。
“我们发现南方汉族人的平均身高

低于日本人和韩国人，这打破了人们的
传统认识。”郑连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而这只是诸多意外发现中的一个”。

据郑连斌介绍，研究者通过比对调
查结果发现，汉族人头的宽度、围度、高
度、长度以及身高都小于日韩。“这种差
距很大，远大于日本人与韩国人之间的
差距。”郑连斌表示。

作为典型蒙古人种的日本人与韩国

人，与汉族人的差距如此之大，让郑连斌
觉得将汉族人归于东亚人的结论“过于
草率、过于简单”。

郑连斌告诉记者，从族源上考虑，
我国南方汉族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北
方中原一带的汉族人，历史上，北方长
期的战乱致使大量汉族人南迁，后来
受到气候、降雨量、光照等自然环境与
饮食习惯等的影响，南方汉族的体质
发生了一些变化。
“即便是南方汉族内部，也有较大的

差异。”郑连斌表示。
在进行聚类分析时，研究者发现，华

中汉族、华东汉族都与北方汉族比较接
近，而华南汉族却与南方少数民族比较
接近。
“虽然汉族是一个统一体，但是族源

有很大的差异，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将
其归为一个类型有点简单化。”郑连斌
表示，“有些汉族人确实与东亚类型比
较接近，但是有些汉族人属于北亚类
型，有些属于南亚类型，因此，应进行比
较细致的研究。”

据悉，该研究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项目的
一部分，目前已通过专家评审。

简讯

2013郑州科交会开幕

本报讯 4月 10日，由科技部、中科院、
中国工程院、国家知识产权局、河南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河南省科技厅、郑州市人民
政府、河南省科学院、河南省知识产权局承
办的 2013中国郑州科技成果交易暨高科技
人才交流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此次科交会为期两天，以“加强科技合

作，促进成果转化，引进科技人才，加强产
业发展”为主题，举行大型科技创新成果展
览展示和科技人才交流洽谈会，举办创新
驱动发展论坛，召开多个领域的产学研专
场对接会议，将签订近千项战略合作协议
或合作项目，发布 1500余项最新科技成
果、2500项技术需求、4000余个高科技人
才岗位需求。

26家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42家
中央企业科研院所，34家“985工程”、“211
工程”高等院校，1000多家郑州市科技型企
业将参加此次科交会。 （史俊庭）

河南填补一项鼻内镜技术空白

本报讯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成功对一位女患者实施了鼻内镜下鼻内径
路侧颅底（颞下窝）肿瘤切除术，该技术填补
了河南省的空白。

CT检查发现该患者左侧颅底处有一
个 4 厘米×2.5厘米大小的占位性病变，且
与颅内相通。耳鼻喉科主任医师万保罗从鼻
内径路成功地切除了位于侧颅底的肿瘤。术
后病理报告为：左侧颞下窝神经鞘瘤。患者
当日可下床活动。
颞下窝是侧颅底的重要结构，部位较

深，解剖结构复杂，有诸多重要血管、神经出
入，曾被视为“手术禁区”。（史俊庭许晓波）

“纪念李国豪诞辰 100周年”
系列活动开幕

本报讯 4月 13日是著名桥梁与土木工
程大师、两院院士、同济大学名誉校长李国
豪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4月 9日，同济大学
举行了“李国豪塑像献花仪式”、“纪念李国
豪诞辰 100周年图片展”、“李国豪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以及“国之英豪———纪念李
国豪诞辰 100周年朗诵晚会”。
此外，该校还举行了《学之师表国之英

豪———纪念李国豪诞辰 100周年纪念文集》
和《李国豪》两本纪念文丛以及新版《中国桥
梁史纲》和《中国桥梁 2003~2013》等图书的
首发仪式。 （黄辛）

“863”项目“区域泛能网技术
开发与示范”立项

本报讯近日，新奥科技集团承担的“区
域泛能网技术开发与示范”国家“863”项目
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立项论证。
据了解，“区域泛能网技术开发与示

范”项目包含泛能站系统开发与示范、泛
能能效平台开发与示范、泛能云服务中心
开发与示范等五个子课题，总投资 3.43亿
元。 （高长安）

H7N9中医药预防方案
将适时发布

本报讯记者从 4月 8日举行的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医药防
控工作专题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将尽快总结
出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中医药证治规律，
及时修订中医药诊疗方案。
同时，根据疫情发展情况，我国将适时

制定并发布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医药预
防方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中医药专家
及时参与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疗救治工
作，并对中医药治疗情况和临床疗效进行认
真总结，组织实施并指导人感染H7N9禽流
感相关中医药科研工作。 （潘锋）

黑龙江省 2012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4 月 10日在哈
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共有 279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
由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完成的“600吨级超大型
钢锭研制及工程应用”项目被授予 2012年度黑龙江省科学
技术奖特等奖。

该项目成功研制了世界最大、619吨特大钢锭，在国际
上首次突破百万千瓦核电低压转子、世界最大 5.5米轧机支

承辊等一系列超大锻件国产化极限制造瓶颈，使我国的超
大型锻件的极限制造能力跃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最大的
核岛锻件及常规岛锻件供应商。

该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专利 3 项，创产值
13505 万元，利润 1154.2 万元。成果已成功应用在世界最
大的百万千瓦核电低压转子、5 米宽厚板轧机支承辊等超
大锻件上。 本报记者张好成摄影报道

沙漠公路或对周边鸟类
带来正效应

本报讯（通讯员红霞）近日，中国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科研
人员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开通
以来，距离公路越近，地鸦的数量越
多，这表明沙漠公路对地鸦有正效
应。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
《运输研究 D部分：运输和环境》。

在人类干扰的背景下，野生动物
受到哪些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是
当今保护生物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公
路交通是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干扰
的主要方式之一，青藏铁路和公路的
修建对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影响就
曾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博士徐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
路沿线开展了沙漠公路对当地特有
鸟类———白尾地鸦的数量及警戒行

为影响的研究工作，试图通过比较距
公路不同距离地鸦的数量和不同人
类活动干扰强度下地鸦的惊飞距离，
探讨公路交通和人类活动干扰对白
尾地鸦的影响。

研究表明，沙漠公路对地鸦有正
效应，距离沙漠公路越近，地鸦的数
量越多，这可能与沙漠环境中地鸦食
物匮乏，沙漠公路两旁的固沙植被带
以及伴随交通而来的人类生活垃圾
等能给地鸦带来更多隐蔽场所及食
物有关。

徐峰表示，以往研究大多集中
于公路交通对周边野生动物的负面
影响方面，比如公路导致野生动物
种群隔离和栖息地破碎化等。但是，
此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种
观点。

哈工大高分子分离膜研究
步入国际前列

本报讯（记者张好成 通讯员闫
明星）近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支持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
学院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研究人员邵路作为唯一通讯
作者撰写的综述性论文《二氧化碳捕
集用聚氧化乙烯气体分离膜材料设
计的最新进展》在线发表于《聚合物
科学进展》。

先进的二氧化碳捕集用高性能
聚合物膜材料研究是目前工业界和
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众多国
际大公司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

邵路一直从事环保和能源用分
离膜材料的研究，尤其在高性能气体
分离膜材料研究方面被国际学者广
泛关注，已经在中科院一区期刊上发

表文章 14篇。其 2006 年发表在《高
分子快讯》上的文章被作为封面文章
报道，2009年发表在《膜科学》上的文
章被评为该期刊第一季度排名第一
的热门文章，2011 年发表在新期刊
《先进能源材料》上的文章被审稿人
评价为“排在前 15%的重要文章，对
膜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此研究基础上，邵路作为唯一
通讯作者，以哈工大为第一单位，带
领博士生全帅等人撰写的评论性综
述被《聚合物科学进展》接受。

该论文是哈工大在《聚合物科
学进展》上发表的首篇文章，标志着
该校在高分子科学，尤其是高分子
膜分离材料方面的研究已经步入国
际前列。

姻本报实习生倪思洁记者甘晓
4月 6日，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中国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研究”取得
阶段性成果。研究指出，在转基因技术进
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的机遇期，我国应
加强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加快推进其产
业化进程。

Bt转基因棉花是我国第一种投入
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
长吴孔明带领团队对 Bt转基因棉花进
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其中，“Bt转基因棉
花种植促进对害虫的生物控制”入选
2012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吴孔明
指出：“这项基于生态学的研究表明，景
观生态学研究方法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的生态评价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
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安全评价仍须
持谨慎的态度。”

“大尺度”的研究

历时 20余年，团队总人数 30余人，

吴孔明用“大尺度”、“长时间”来形容这
项研究。

1997年，Bt转基因棉花投入商业化
生产。

2005年，该项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
员陆宴辉开始采用景观生态学研究方
法，将研究从对现象的随机调查，扩展到
对内在机理的揭示。
他们发现，上世纪 90年代前，因为

使用农药，害虫抗药性增强，天敌被农药
杀死，导致生态调控能力越来越弱。种植
转基因棉后，天敌种群不仅受到保护，还
会分布在不同作物的田间捕食其他害
虫，其他作物系统的天敌数量也上升了，
整个生态系统的控制能力便增强了。
这是景观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

种研究范式，在国际上首次被应用于对
Bt作物生态服务功能和机制进行系统的
研究。
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刊发在 2012

年 7月的《自然》杂志上。“做这么大规
模、长期的实验，能够反映出自然界实实
在在的变化，而不是某一点或某一片的

变化，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吴
孔明说。

技术综合保安全

“这项研究成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证实了转基因作物对生态控制有贡献，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种植对环境生态存在风险。”中科院研究
生院人文学院教授肖显静说。

2010年 5月 27日，美国《科学》杂志
刊登了吴孔明研究团队关于盲蝽蟓的研
究。研究显示，Bt棉种植地的害虫盲蝽蟓
急剧增加，取代棉铃虫成为主要害虫。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转基因作物造

成的次生危害，与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系
统的良性控制并不矛盾。
“转基因作物把害虫消灭了，盲蝽蟓

就逐步形成新的问题。现在盲蝽蟓是棉
植地最主要的害虫，但是跟棉铃虫相比，
则是小巫见大巫。”陆宴辉说。
“任何技术都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

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研究和评
估也是一样。要达到生态的平衡，转基因

技术还应该和其他技术相结合，形成综
合治理体系。”吴孔明表示。

商业化推广要慎重

“这项研究成果可以推及研究同类的
Bt玉米、水稻、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生态
学影响。”吴孔明说。
不过，Bt玉米、水稻、大豆等转基因

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至今迟迟没有大规模
开展起来。
对此，陆宴辉表示，这不仅仅是科学

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转基因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了，但转基因问题的确涉及
到多方面安全评价的问题。”他说。
吴孔明表示，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涉

及生产、种植、消费、外贸等一系列问题，
需要对商业化的每一个环节作安全评价。
因此，专家们认为，每一种转基因作

物的商业化都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
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
“推广要慎重。”肖显静认为，中国地

域差异性较大，加之我国的安全管理体系
较弱，更需要作具有说服力的安全评价。

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仍须谨慎评价

新研究挑战传统汉族人种学定位

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大视场二维光谱观测
国际会议在云南举行

本报讯（记者黄辛）“解剖星
系———大视场二维光谱观测”国际
会议日前在云南丽江举行。来自海
内外的 130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
国际天文学界星系研究方面的前沿
主题———利用积分视场光谱仪（I-
FU）解剖星系内部结构并分析星系
的演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
流。

据会议主席、中科院上海天文
台研究员郝蕾介绍，本次会议覆盖
10个主题，包括近 70 场报告和 20
个墙报。内容涉及理论模型、观测研
究、仪器设计和制造以及大型 IFU
项目等多个方面。
“以 IFU 技术为手段的对星系

的二维观测，目前正在飞速发展，并
正为星系演化研究领域带来革命性
的影响。”郝蕾表示，会议准确地抓
住了这一即将带来深远影响的主
题，不仅吸引了国际上目前活跃在
科研第一线的杰出科学家，更吸引
了诸多国内外年轻的学生和学者。

“他们才是这一领域，特别是中国在
这一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郝蕾在会议上介绍了目前正在
推动的国际合作研发的中国第一台
IFU 项目———中国丽江 IFU。她表
示，中国丽江 IFU 的独特优势在于
大视场，建成后将成为国际上最大
视场的单元 IFU。“和国外的先进
IFU技术和充足的人才储备相比，我
国在这一领域的整体水平还处在很
初级的阶段。”她指出，“这是我们必
须正视的挑战。我们要努力使中国
的天文设备在这场 IFU观测带来的
变革中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席、美国卡
内基天文台教授 Luis Ho（何子山）
也表示，本次会议的及时举行，将对
中国天文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起
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据悉，东亚最大口径（2.4 米）的
通用光学望远镜就建立在丽江高美
古，而中国丽江 IFU将在 2.4米望远
镜上安装运行。

吨特大钢锭

诺奖得主在北大演讲时告诫中国学子：

“把所有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
本报讯（实习生姜天海 见习记者

韩琨）“未来中国肯定会在诺贝尔奖
中大有作为。虽然我无法预测确切
的时间，但凭借中国人极高的天分
和勤奋，我相信中国人拿诺奖指日可
待。”近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
的诺奖得主布鲁斯·博伊特勒（Bruce
A. Beutler），在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
学者讲学计划”上表示，他对中国未来
的科学研究充满信心。

博伊特勒是 2011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得主，此次受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和国际合作部邀请，来华进
行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他曾发现细菌
感染机体激活天然免疫反应的受体 TL
R4，开创了天然免疫研究的新领域。

博伊特勒在与北京大学学子交流
时，建议中国学生要把“所有鸡蛋都放
在一个篮子里”，有连续性地从事某项
研究工作。否则研究将不会深入，很难
出尖端成果。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虽然每个科
学家都应有一颗“诺贝尔之心”，但诺
贝尔奖绝不应是研究的原始动机，真

正的动机应该出于对该研究领域真诚
的好奇。

博伊特勒还应邀访问了中国医学
科学院，并与该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曹雪涛就免疫学前沿进展、双方学
术合作进行了交流。

多年来，博伊特勒积极帮助中国
的免疫学研究和发展，他的实验室里
培养了一大批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回到国内大学
（包括北大在内）创建自己的实验室，
推动着中国免疫学研究的发展。

黑龙江举办科技成果招商转化大会
本报哈尔滨 4月 10日讯（记者张

好成）黑龙江省近日拉开了新一轮科
技成果招商转化行动的大幕。4月 10
日，“2013 年黑龙江省科技成果招商
及转化对接大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省委书记王宪魁，代省长
陆昊等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均出席

了大会。
本次会议展出六大领域科技成果

500余项，参展项目涉及能源装备、新
型农机装备与交通运输装备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以及节能环
保产业等领域。黑龙江省 300家企业

和 1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部分金
融单位与会参展。

据悉，科技成果招商和转化对接
大会召开后，该省还将开展“科技成果
招商进高校、科研院所”、“龙江企业院
校行”、“科技成果招商进市地”、“省外
科技成果招商”等一系列相关活动。


